
金色花教案设计(优质10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一

《金色花》是泰戈尔《新月集》的代表作品。这是一篇散文
诗，这是一篇表现着浓烈的、圣洁的母子之情的抒情诗，这
也是一篇寄托着泰戈尔对逝去的亲爱的妻儿的缅怀诗。借助
母子形象歌颂圣洁之爱是《新月集》里不少作品的共同主题。
教学中，深入文本细处，通过比读手法让学生更好地感受语
言之精美，通过抓住人物语言引导学生更细致地解读人物形
象，体会人物对“爱与被爱都同样幸福”的理解与实践，并
以篇带类，激发学生阅读和欣赏《新月集》。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注意读好儿化音。会读会写课后“读一读，写
一写”中的词语

2.找出描写母亲动作语言神态心理等的句子会说出其蕴含的
母爱的伟大深沉。

1.掌握朗诵技巧，通过有表现力的朗诵读出人物形象。

2.通过比读法品味语言，更细腻地感受文章所表达的情感。

3.初步了解泰戈尔《新月集》。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有表现力的朗诵读出人物形象。

2.理解作品的最后一段。

教学方法:诵读法、探究法

教学时数:1课时(45分钟)

教学过程:

一、资料助读(ppt呈现)

1.文学常识--散文诗

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

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有诗的意境，
给读者以美和想象，内容上保留了散文性细节;形式上，有散
文的外观，不分行，不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通常形式短小灵活。

2.作者介绍

泰戈尔(1861--1941)，印度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被誉为
“印度诗圣”。他是印度国歌的作者。他的创作对印度文学
的影响很大。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诗集代表作:《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吉檀伽利》。

二、远望《新月》

《新月集》的第一版的序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ppt呈现)《新月集》把我们“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
国里去。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



翅膀，可以使自己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而这个儿
童的天国便是作者的一个理想国。”

诗人把儿童比作“新月”，预示儿童就像新月那样纯洁和宁
静，美好和天真。

《新月集》创作背景:(ppt呈现)

印度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度，在泰戈尔的散文诗里可以
处处感到富有宗教意义的爱--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没有人
会想到写《金色花》的时候，是作者个人最不幸的时
候。1902年，他的妻子病逝。第二年，他的一对儿女相继夭
亡，这些不幸笼罩在他身上。对他的打击真的太大了!可是他
通过作品把爱的光辉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作品满含
着对生命的爱，对孩子的爱，对自然的爱，对所有一切的爱。

(借助母子形象歌颂圣洁之爱是《新月集》里不少作品的共同
主题。这一背景的介绍有助于理解泰戈尔借助作品所传达出
的对逝去的亲爱的妻儿的深情缅怀，也有助于教学难点的突
破，即理解作品的最后一段。)

三、赏读《金色花》

活动一:读一读

1.齐读课文

选几位学生评价全班齐读效果。

教师点拨文章朗读的整体基调:温馨、活泼、亲切、甜蜜。

2.深情朗读

每位学生先挑自己喜欢的段落自由地读。



选几位学生朗读他喜欢的段落，追问，为什么喜欢这一段
落(把朗读和文意理解融为一体)，并根据其朗读情况作有针
对性的指导。

注意:教师指导过程中，适当穿插教师范读和集体朗读。

朗读的目标是:要能读出画面、读出形象、读出情感。

关于读出画面:

文章的画面感很强，画面之间可以做稍长一些的停顿，以给
人想象和回味的空间;每一个画面呈现时要能读好轻重、缓急、
起伏，以突出镜头感，如第一段中，“高枝”、“笑嘻嘻”、
“新叶”、“跳舞”等都可以稍作强调。

关于读出形象:

孩子的形象比较容易把握，要读出孩子的天真、调皮、活泼、
撒娇来。

(文中出现了“笑嘻嘻”、“暗暗”、“悄悄”、“小小”等
叠词，要读出孩子说这些词语时的天真调皮的语调。)

母亲的形象是圣洁的、温婉的、慈爱的，要能用舒缓的语调、
舒展的情绪读出一个做祷告、读圣书、爱孩子的圣洁母亲的'
形象。

关于读出情感:

读出孩子在调皮中对妈妈的爱和依恋之情。

读出妈妈说“你这坏孩子”时的丰富的含义。

活动二:说一说



思考:孩子为什么要变成金色花?

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同座交流。再全班交流。

适时地穿插金色花图片及介绍。

(ppt呈现)金色花，又译作:“瞻波伽”或“占波”，印度圣树
(菩提树，树叶呈心形)上的花朵，木兰花属植物，开金黄色
碎花。金色花在印度受到大人小孩的喜爱和敬重。菩提树在
印度又被称为“幸福树”。

参考:

金色花，是圣树上的花朵。作者想象孩子变成金色花，象征
着孩子的圣洁可爱，也象征着母爱的光辉给孩子的影响。孩
子变成了金色花，就变得隐匿起来，为妈妈做的事情就变得
悄悄的、不留痕迹的，这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表现对妈妈
爱的回报。

借助这样奇特的想象，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小精
灵，他可以把自己变成花朵，散发出幽香，为妈妈遮阳，又
可以把自己变回来，回到妈妈的怀抱。他有神的能耐，更有
神的品行--善与爱。孩子是一个活泼的、调皮的、懂得被爱
与爱的幸福的一个小天使形象。

人们常常用花来称呼孩子，因为孩子活泼、美丽、纯洁、可
爱。金色花，受到印度人民的喜爱，孩子希望自己能让妈妈
喜爱。

活动三:品一品

此环节为深度解读，是对人物形象和情感的深层挖掘。这是
教学难点，要注意做好铺垫和引导。



深度品读文章的最后一段:

(ppt呈现)“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
的话了。

为什么不告诉呢?如何理解最后一句话?“这”指代什么?如何
理解“同”?

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同座交流。再全班交流。

对于最后一段中的人物语言“我不告诉你，妈妈!”，有两种
理解:

1.只是孩子一个人说。

分析:

他不告诉妈妈，这是孩子的天真调皮的表现。他爱妈妈，用
儿童的方式、悄悄地回报妈妈的爱，但又不愿让妈妈知道，
于是用与妈妈捉迷藏的方式。他自然不会告诉妈妈，也许他
正为自己的机灵而得意呢!

2.妈妈与孩子一起说出。

提倡采用第二种理解。但不要强求学生放弃他的第一种理解。

分析:

不难想象，妈妈会模仿孩子的口气来说。生活中，也许孩子
经常调皮地逗妈妈，妈妈对孩子的性格、脾气已经很熟悉了，
他的一言一行其实妈妈都是心里很有数的。于是，在孩子又
一次调皮时，妈妈也会脱口而出这一句话。或许，两人说完
后，会因为这样的默契而同时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是多么温
馨、活泼、甜蜜的时刻。妈妈了解孩子，理解这份童心，也



满足了孩子的童趣，并和孩子幸福地享受这份童趣。这样的
妈妈是真实的、可爱的。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贴近泰戈尔创作
的本意，这么温馨、幸福的画面谁说就不会是在他的家里常
常发生的呢?(板书:童心)

(“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这”究竟指代什么?
第一可以理解为指代母子的一问一答，正好是先“你”说
再“我”说;第二可以理解为是指两人同时说的，“这”指代
的内容就是“我不告诉你，妈妈”。)

(“同”，第一个理解，相当于英语里的“and”，这样就是母子
同说“我不告诉你”了。第二个理解，跟，与，相当于英语
里的“with”，这样就是妈妈问，孩子答了。)

第二种理解，学生也许想不到，或者不会一下接受，教师可
以穿插介绍自己生活中的默契、理解而又幽默、充满温情的
例子。

小结:

学会通过理解人物的语言来把握人物形象，尤其是要学会通
过理解具体情境中的人物内心来把握形象。

这首散文诗表现的是一种理想中的母子之爱，甜蜜、默契，
欢乐而神奇，甚至带有一种宗教色彩，是那么的圣洁。彼此
的理解和关爱是母子深情的前提。(板书:理解、爱)

活动四:比一比

这一环节是一个有创意的比读设计。

比较苏教版和人教版两个版本教材课文文字上的细微差别。
分析选用不同词语的效果。此环节采用的方法是侧面入手，
正面解读。



教师朗读与学生不同版本的《金色花》，学生边听读，边在
自己的课本上做记号。

读完后学生提出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朗读、对比、分析。

不同之处有:

“变了一朵”--“变成了一朵”;“笑哈哈”--“笑嘻
嘻”;“空中摇摆”--“风中摇摆”;“新生的树叶”--“新
叶”;“母亲”--“妈妈”;“你做祷告”--“做祷告”;“花
的香气”--“花香”;“我便要投我的”--“我便要将我
的”;“小影子”--“小小影子”。

重点分析:

“变了一朵”--“变成了一朵”:要使句意准确，不能有歧义。

“笑哈哈”--“笑嘻嘻”:前者笑出了声音，与文意不合;后
者的“笑”更有孩子气和调皮味，给人一种偷乐的感觉，同
时与后文中的“匿笑”呼应。

“空中摇摆”--“风中摇摆”:前者是主动的行为，表现孩子
的天真活泼;后者是被风刮的，被动的。

“母亲”--“妈妈”:前者太正式，不太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实
际;后者口语化更亲切，且与后文的用词风格一致。

“花的香气”--“花香”，“新生的树叶”--“新叶”:后
者“花香”“新叶”更精致、凝练，符合诗歌的语言特征。

“小影子”--“小小影子”:前者是客观表述、只是表现
出“小”这个特点;后者显得小巧、灵动、可爱，叠词“小
小”的使用又增加了亲切感和韵律感。

小结:选词用句精致、确切，可以更好地表现文章中心，抒发



情感。在比读中，提高我们的语言敏感度和欣赏能力。

四、近观《新月》

《新月集》里有许多写母子故事的作品，通过阅读这些充满
童趣、充满母爱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自己亲爱的
妻儿的深深怀念，也感受到作者对儿童的爱，对幸福生活的
歌咏。

《新月集》里的很多诗歌以“质朴的语言”表达出“真挚的
情感”，尤其是不少诗歌里的想象更是奇妙独特。我们试着
阅读、体会其中的一篇。

印发《花的学校》《恶邮差》《同情》等。

联读欣赏《花的学校》。

学生齐读。

先独立思考，再交流:说说你最喜欢这首诗的哪些句子?为什
么?

分析:

这首散文诗修辞手法丰富，想象非常奇特，语句活泼有灵气，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小节，写出了孩子很得意的形象，这种得
意是因为他觉得他读懂了那些从地底下花的学校里钻出来的
花儿们的心思:他们在渴求妈妈的拥抱!从这首散文诗里，我
们读到了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也体会到了一个孩子对母爱
的理解，更感受到了一个中年男子对在天堂的妻儿的怀念和
祝福。这就是真实的泰戈尔。

五、顺势小结

从《花的学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作者把诗集命名为



《新月集》的意图，儿童就像新月那样纯洁和宁静，美好和
天真。是的，用儿童的目光去观察生活，永葆一颗童心，用
诗歌把对生活的爱记录下来，你就是一个有诗心、有诗性的
人，你必将拥有诗意的生活。愿大家都诗意地活着!

六、布置作业

课外阅读《新月集》。

《榕树》《告别》《小大人》《著作家》《恶邮差》《同情》
《英雄》……

七:板书设计:

金色花

泰戈尔

童心爱

徐鸣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二

1课时

课题

7《金色花》

第课时

核心素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正确、流利、有节奏、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培养语感。品味诗歌的精美语言，体会诗歌中浓浓的母子情。

2、过程与方法：通过各种朗读方式使学生准确把握诗歌感情
基调。通过自主与探究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诗
歌“美”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体验人间至爱亲情，受到美的熏陶和感
染，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投入真情，反复诵读，感知诗歌优美清新的意境和真
挚淳朴的情感。

难点：利用想象，鉴赏诗歌，并尝试借助具体的形象或事物
抒写感情。

教法学法

默读式；自主、合作、探究式

教学过程

个性修改

一、故事导入

（师用沉重、悲伤的语气讲述故事《遇难者的第三个电话》。
）

大家还记得震惊世界的“9・11”大灾难吗当飞机撞向世贸大
楼时，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南楼的56层。在这生死关头，他
掏出了手机。爱德华拨打了两个电话分别给他的助手和律师，
可还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又拨通了
第三个电话……大家想一想，第三个电话是给谁的呢律师赶



到旧金山，见到了爱德华悲恸欲绝的母亲。母亲流着泪
说：“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
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大家想想：爱德
华对他的母亲说的是怎样的一句话呢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一
名美国公民的生命留言：妈妈，我爱你！

（导入课题）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以母爱为主题的
散文诗――泰戈尔的《金色花》，让我们期待一次爱的洗礼！
（师板书课题）

二、逐步深入，感悟“美丽”

1、学生结合课下注释和工具书自主了解“金色花”和“泰戈
尔”的情况。

金色花，又译作“瞻波伽”或“占波”，印度圣物，木兰花
属植物，开金黄色碎花。

泰戈尔，印度诗人、作家，他一生创作丰富，诗集有《新月
集》、《飞鸟集》等，长篇小说有《小沙子》、《沉船》等，
曾获19诺贝尔文学奖。印度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度，在
泰戈尔的散文诗里可以处处感到富有宗教意义的爱――最高
尚、最纯洁的爱。《金色花》选自他的散文诗集《新月集》。

2、真情朗读――感受美。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仿读。（教师的朗读一定要有示范
作用，在朗读中把学生带入诗歌的意境。）

（2）学生带着听读的启发自由朗读，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
以一个调皮的孩子的口吻来读。

（教师指导朗读。）



注意重音、语速、节奏、感情。（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舒缓、
温馨、深情的。但不同的地方，朗读处理方法不同。如果学
生读不好，教师要一句一句地教。）

例：“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妈妈不见了孩子，多么
着急，一旦见了，又惊又喜，自然嗔怪孩子。这句应读出妈
妈惊喜的语气。

例：“我不告诉你，妈妈。”孩子撒起娇来了，为自己能给
妈妈做些好事而高兴，还要对妈妈保密，让她莫名其妙。这
句应读出孩子撒娇、调皮的语气。

（3）学生个读，并且说出自己初读的感受，师生共评。

3、联想画面――品味美。

（1）我们刚才用不同的方式读了这首诗，诗歌为我们创设了
一幅幅情景交融的画面。现在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一下
这些画面。

学生先闭上眼睛，听老师描述的画面是否来自于这一首诗

（请学生谈谈听后的感受。）

（2）学生用“我感受到了这样的画面……”的句式发挥联想，
将诗中的画面用语言描绘出来。并且在小组中交流对诗中画
面的感受。

4、抒写情怀――再现美。

母爱就在我们身边，她像一股涓涓的溪流时时刻刻地滋润着
我们。读了这篇文章，是否觉得我们也应该为深爱着我们的
母亲做些什么呢让我们用创意的抒写来表达我们感恩的心！

如果你忽然具备了文中小男孩的神力，你准备变作什么来表



达你对母亲的满怀爱意展开想象的翅膀，请以“妈妈，假如
我变成了______”来说一段话，表达你对妈妈的爱。

示例：假如我变成了一条清清的溪流，我要在妈妈工作累时，
让妈妈来到我身边，听我唱一支欢快的歌曲，抖落满身的疲
惫；我要在妈妈口渴时，让妈妈品尝我甘甜的水，使她重新
变得容光焕发！

（学生课堂交流，教师点评。）

三、教师总结

这首散文诗，让我们感受到母子情深，感受到母子之爱，那
么一种亲昵，那么一种亲热。为什么孩子那么快乐，那么天
真，那么活泼，那么可爱因为他沐浴着母爱。爱是相互的。
孩子领受着母爱，也想着怎么回报母爱。所以这堂课老师送
大家的金玉良言就是：在享受无私而博大的父爱母爱的同时，
请付出爱心给父母，让他们也能享受到我们对他们赤诚的爱，
让生命因为爱而更为富足。

板书设计

作业设计

请你模仿这篇文章的感情基调，以“妈妈，我想说爱你”为
题，学写一首散文短诗。

课后反思

组长检查签字：包组领导签字：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设想：



在本文之前，我们已经对诗歌的品读有所了解。《金色花》
一文语言生动、活泼，学生很感兴趣。我希望能通过学生自
己品读，揣摩情感、语气，从而引入对该课的教学。同时让
学生以讨论、合作的方式把握诗的内容，理解文中优美句子。
让学生不仅能感悟出诗中浓浓的亲情，也能产生情感的共鸣，
在生活中默默地关爱父母。

教材分析：

《金色花》是一首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是泰戈
尔散文诗集《新月集》的代表作。写的是一个假想――“假
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首句)，由此发生想像――一个神
奇的儿童与他母亲“捉迷藏”，构成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
表现家庭之爱，表现人类天性的美好与圣洁。在教学中可以
从三个方面落实这些内容：

(1)通过各种方式朗读，让学生把握诗的情感。

(2)品析句子：让学生在整体感知的前提下，细细品读诗中意
蕴深刻的句子。

(3)把握主题：对最后两段的分析，把握全诗的主题，让学生
产生情感的共鸣。

学情分析：

虽然学生在进入中学后学了很几篇诗歌，但是大多都由老师
引导分析，听受较多，希望能让学生学会自己感悟，找到朗
读方法，能较为准确的把握诗的情感和内容。并且在佳句赏
析方面一直是学生感到吃力的地方，如果能在平时教学中加
以落实，也是对学生能力的锻炼。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学生
总认为父母的关爱与付出是应该的，不能从内心去理解父母，
更不要谈回报，本堂课也想让学生能在思想与情感中得到启
发。



课题：24、诗两首――《金色花》

时间：20xx年12月15日

课型：讲读课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反复朗读本诗，把握诗的情感，并整体感悟全诗内
容。

2、学生品读诗中佳句，仔细分析诗歌，体会诗中所表现的感
人至深的亲情。

3、情感目标：让学生学会理解父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
报父母的爱。

教学重点、难点：

朗读训练，通过分析句子，体悟主题，对学生进行思想、情
感教育。

教学媒体：

投影仪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的生活幸福的，是无私的

的确，在母亲身边，沐浴着母爱的孩子是何等的幸福快乐，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金色花》，去感受
那份情感。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四

《金色花》是泰戈尔《新月集》的代表作品。这是一篇散文
诗，这是一篇表现着浓烈的、圣洁的母子之情的抒情诗，这
也是一篇寄托着泰戈尔对逝去的亲爱的妻儿的缅怀诗。借助
母子形象歌颂圣洁之爱是《新月集》里不少作品的共同主题。
教学中，深入文本细处，通过比读手法让学生更好地感受语
言之精美，通过抓住人物语言引导学生更细致地解读人物形
象，体会人物对“爱与被爱都同样幸福”的理解与实践，并
以篇带类，激发学生阅读和欣赏《新月集》。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注意读好儿化音。会读会写课后“读一读，写
一写”中的词语

2.找出描写母亲动作语言神态心理等的句子会说出其蕴含的
母爱的伟大深沉。

1.掌握朗诵技巧，通过有表现力的朗诵读出人物形象。

2.通过比读法品味语言，更细腻地感受文章所表达的情感。

3.初步了解泰戈尔《新月集》。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有表现力的朗诵读出人物形象。

2.理解作品的最后一段。



教学方法：诵读法、探究法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五

《金色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写的一首散文诗。它通过奇特
的想象，写一个孩子突发奇想，假想自己变成一朵金色花，
去与妈妈“捉迷藏”，但又不是真的捉迷藏，而是隐蔽自己
身形，暗中为妈妈做事，不让妈妈知道。诗人的目的是通过
孩子对妈妈的爱，去反映妈妈对孩子的爱，从而表现世界上
最圣洁最美好的情感――母爱。

[教学设想及依据]

1、《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文学作品，要重视学生自己的情
感体验。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有自己的评价，能
有自己的见解;对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有自己的感悟。因此，在
教学中，要采用恰当的方式，去创设情境，调动学生的情感
体验，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本单元教学指出，学习诗歌，要在整体感悟的基础上，注
重语言的品味、积累和写法的借鉴。还要学习朗读技巧，学
习圈点勾画的学习方法。因此，在教学中，要注重朗读训练，
让学生在读中悟，在读中思，在读中去分析理解。

3、在教学中，尽可能开放课堂，给学生较为宽松的活动时间
和空间;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从而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教学目的]

1、学习并积累“匿笑”、“祷告”、“沐浴”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3、领会诗歌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教学策略]

采用板块式、对话式教学。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二、朗读显情

1、介绍相关资料

2、整体感悟

3、自读，揣摩，交流。

4、听读，比较，提高。

5、朗读展示(或齐读)

三、解读形象

1、提要求。

2、学生读课文，作圈点批注。

3、交流与小结。

四、问题探讨



五、自由写话。

六、总结。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六

教学目的：1、体会爱给自己带来的深刻感受。

2、体会诗歌的不同表现形式。

3、了解爱背后的两位伟大的作家。

教学重点：赏析文章，从中有自己的深刻感悟。

一、导语：

一位世纪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给他远方的朋友写到：在去
年秋风萧瑟、月朗星稀的一个夜晚，一本书将你介绍给我，
你的信仰、你的存蓄、你的诗词和我的思想一缕缕合成琴弦，
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这思想就是爱的思想，这音
乐就是爱的音乐。

1、你们知道这位世纪老人和她的朋友分别是谁吗？

著名女作家――冰心印度诗圣――泰戈尔

冰心正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写出300多首无标题的格言式自
由体小诗，结集为《繁星》和《春水》。

2、那么，根据你查阅的和老师提供给你的资料，哪位老人给
你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

泰戈尔：《新月集》新月代表儿童，为读者构筑的是一个洋
溢着欢乐，倾心于爱的和光明的世界，其中玩具中写到：孩



子,你真是快活呀,一早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
儿.我微笑地看你在那里耍着那根折下来的小树枝儿.我正忙
着算帐,一小时一小时在那里加叠数字.我寻求贵重的玩具,收
集金块与银块.你呢,无论找到什么便去做你的快乐的游戏,我
呢,却把我的时间与力气都浪费在那些我永不能得到的东西上.
泰戈尔把我们从贪婪的成人世界，带到纯洁、天真的儿童的
新月之国里去，让我们感受到童年的天真和美好。

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伽利》中，爱、欢乐、光
明是他歌唱的永恒主题。

他的作品因为有爱，让人感到轻松、愉悦、和真诚。

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她一生的名言，也是她一
生坚持的信念。

她在1923――1926年，她把自己在旅途和异国的见闻和感受
以及对往事的回忆，陆续写成亲昵恳切的29封寄小读者的信，
集结为《寄小读者》后来又相继出版了《再寄小读者》、
《三寄小读者》都是写给孩子、宣传爱心的。

她的作品中渗透出爱的哲学。

晚年，把自己的稿费20余万，捐给孩子和希望工程。非常富
有爱心。

冰心的一生，追求真、善、美，憎恶假、恶、丑，敢于揭露
黑暗、腐朽的东西，无私无畏。

二、的确，你会发现无论是他们的作品、为人，还是思想都
充满着爱。今天，我们就来赏析他们的两首诗《金色花》和
《纸船》看看他们是怎么诠释爱、诉说爱的。

三、诗歌是诗人情感激流的表现，而这种情感常常是靠一些



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现的，我们要领悟这种情感，就要明确
这两首诗的主要意象。（借什么来抒情的）

金色花――纸船

四、请同学们自己出声朗读课文，看看作者借这两种意象想
要表达什么感情？

对母亲的爱、两文有着共同的主题对母亲的爱。

五、即使同样写母爱，两文还有着不同的特色，让我们通过
朗读来体会一下。（找同学读课文）

两名同学在读的过程中感情基调的把握是否一样？

金――天真、欢快、充满童稚的乐趣，享受母爱。

纸――低沉、深情、充满期待的，向往母爱。

六、同是写母爱的文章，可是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你更欣
赏哪一篇呢？请同学们通过朗读讨论来体会这不同的母爱。

金色花：1、写的充满生活气息，充满童趣――变成金色花1、
在母亲祈祷时，发出香味，让她闻到花香。2、在母亲看书时，
把影子投到书上，3、母亲去牛棚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让她
讲故事。4、最后，母亲问她去哪也不告诉，从中看到了一个
调皮、可爱的孩子。

2、母子之间的感情非常的亲密、和谐。有一种幸福感，满足
感。

3、充满想象，把自己变成金色花来表现母爱。

4、意境很美，语言清新自然，描写的活灵活现，有声有色。
写出一个调皮的与妈妈嬉戏的孩子。轻松活泼。



5、结合背景，20世纪初，是泰戈尔个人最不幸的时候，1902
年，他的妻子病逝，第二年，他的一对儿女相继夭亡，可是
他仍然能写出如此充满童趣、充满母爱的文章，可见，是他
心中的爱，是他对生命的爱，对孩子的爱，支撑他写出伟大
的关于爱的作品，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母爱的力量尤其伟大。

6、泰戈尔通过写母爱的作品来表现对生活的热爱，但他不同
于同一时代很多作家的爱，他没把精力投入到揭露社会的丑
恶，而是在美的领域里开垦、耕耘，他不是用鞭子去惊醒读
者，而是用微笑融化读者，这是因为他的一生都怀着对人类
的爱和不谢的童心。

7、------（自己再谈）

纸

文档为doc格式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七

《金色花》这篇文章要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培养健
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以下是百分网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金色花》教案，供参考学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想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毕业生考试网!

1、品味诗歌的精美语言，体会诗歌中浓浓的母子情。

2、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
审美能力。

3、激发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教学重点：反复诵读，品味诗歌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把握诗歌情感基调，逐步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

去年母亲节时，德国一个九岁的孤儿，想把自己的爱献给妈
妈，却又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在哪里，于是他选择帮助别人，
并请求受过他的帮助的人去帮助更多的人，他想，通过这种
爱心传递的方式，总有一天他的.妈妈也会成为被帮助的对象
的。

这个孩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关爱他的妈妈，今天我们来学
习一篇文章，文中的那个孩子也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关爱
他的妈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印度诗人泰戈尔写的《金色
花》。

当你1岁的时候，她喂你并给你洗澡，而作为报答，你整晚哭
着。

当你13岁的时候，她建议你去剪头发，而你说她不懂什么是
现在的时髦发型。

当你18岁的时候，她为你高中毕业感动的流下眼泪，而你跟
朋友聚会到天明。

当你23岁的时候，她给你买家具让你布置你的新家，而你对
朋友说她买的家具真是糟糕。

当你50岁的时候，她常患病，需要你的看护，你反而在读一
本关于父母在孩子家寄身的书。

终有一天，她去世了。突然你想起了所有从来没做过的事，
他们像榔头痛打着你心。

为我们洗澡穿衣，牵手走路，为我们远行牵挂的母亲，是我
们一生的财富。



读了这段话有没有一点感动?请把你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写
下来。

妈妈我想对你说……

走进《金色花》。

(出示幻灯)请一生朗读：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
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哲
学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
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
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
画，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代表作有《新月集》和《飞
鸟集》等。

(教师补充：20世纪初，是泰戈尔个人最不幸的时候，1902年，
他的妻子病逝，第二年，他的一对儿女相继夭亡，可是他仍
然能写出如此充满童趣、充满母爱的文章。)

1、初读课文。学生分散阅读，圈点批注不懂的字、词、句，
整体感知诗歌的内容。

2、教师配乐示范朗读，学生听读，标注出生字的读音，进一
步感知文章的内容。

投影：(1)你听到了一个____________的孩子;

你听到了一个____________的妈妈。请说说你的理由。

(2) 你认为该用什么样的语速和感情基调来朗读?

(明确：稍快，喜悦，读出母子之爱和儿童特有的调皮)



3、由学生推荐三个同学来合作朗读全文，学生听读后点评。
教师鼓励其他学生朗读自认为读得好的句子，然后再分角色
朗读文中关于母子对话的最后两段(提示：可以想像配以适当
的表情和动作)。

(一)、寻美行动 —— 你发现诗歌美在哪里?(小组讨论学习)

老师着重引导学生通过品味语言美去感受亲情美和母子的形
象美。

(教师小结：泰戈尔通过写母爱的作品来表现对生活的热爱，
但他不同于同一时代很多作家的爱，他没把精力投入到揭露
社会的丑恶，而是在美的领域里开垦、耕耘，他不是用鞭子
去惊醒读者，而是用微笑融化读者，这是因为他的一生都怀
着对人类的爱和不泯的童心。)

(二)、学法积累——通过以上的学习，你一定知道了学习诗
歌方法。(学生自主归纳学习诗歌要把握的内容和方法)

明确：1、美读诗歌 2、品味语言 3、理解内容

4、鉴赏形象 5、感受意境 6、理解情感

(三)、问题探究——对于这一篇文章的学习，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大家的帮助?

重点探究：孩子为什么想变成一朵金色花?

以此为开头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文字。

(播放“烛光里的妈妈”mtv，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想想哪一句歌
词触动了你的心，此时你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教师投影“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健康幸福!”师生齐读，结束



本节课。

课程标准要求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而培
养语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朗读，在朗读中感悟作品的内容和
情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所描写的情景之中，与作者产
生情感共振，从而荡涤、升华自己的心灵，享受审美情趣。
再指导学生利用学到的诗歌抒情手法现场创作小诗歌，不仅
深入理解了诗歌的写作方式，更在构思中加深对父母之爱的
理解，一举两得。最后通过全班讨论发言的形式引导学生用
实际行动报答父母，达到德育渗透的目的，并能影响学生以
后的生活，弘扬中华美德，使文章内涵得到拓展。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八

1、积累字词。

2、解诗歌中所表达的感人至深的亲情。

3、熟读背诵诗歌。

能力目标

1、掌握诗歌的朗读技巧，继续提高朗读能力。

2、学习和借鉴诗歌借助一种具体的形象抒发真情的写法。

德育目标

诗歌展示、歌颂母爱。学习它，激发我们关爱母亲、回报母
亲的炽热情怀，把独特的歌喉献给我们至爱的母亲。

教学重点

1、准确领悟诗歌所抒发的感情，把握机诗歌托物言情的写法。



2、熟读背诵诗歌。

教学难点：深层品味诗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学生自主、合作式学习，注重学生情感的熏陶、
能力的培养。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最动听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声音；
世界上只有一个最美丽的身影，那就是母亲的身影。

母爱是一个人类吟咏不绝的主题。同学们，你们和母亲朝夕
相处，是否感受到母亲那细微的点点滴滴的爱？今天，我们
要学习的课文《诗两首》中的第一首《金色花》就是一首歌
咏母子之情的散文诗。

二、作者简介

印度近代伟大作家、诗人、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一生创作
丰富，早期作品有诗集《暮歌》、《晨歌》和剧本《修道
士》、《国王和国后》等。著名散文诗集有《吉檀迦利》、
《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诗歌格调清新，
具有民族风格，带有神秘色彩和感伤情调。一九一三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其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对中国诗
特别是散文诗影响也是广泛的。他还擅长作曲和绘画，所作
歌曲《人民的意志》一九五零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三、预习检测

1、给加点的字注音：



匿笑沐浴（）（）祷告（）

嗅（）衍（）摩（）

2、解释下列词语：

匿笑、祷告、沐浴：

四、学生朗读课文，教师给予指导

1、自由朗读。2、听课文示范朗读磁带，注意对朗读技巧的
把握。

3、个别学生读。4、学生评价。

五、合作学习，质疑探究

1、请谈谈对诗歌的整体感受。

（1）这首诗主要写了什么事？（2）三次嬉戏具体是什么？
（3）诗歌表现了什么？

4、诗人为什么把孩子想象成一朵金色花？结合注释谈谈你的
看法。

板书设计：

三、母亲、孩子（金色花――圣树）

次、祷告、散发香气

嬉、读书、投影书页

戏、拿灯（去牛棚）恢复原形



六、迁移拓展

1、欣赏歌曲《烛光里的妈妈》，注意体会其内在思想感情。

2、学生谈感受。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九

《金色花》从假想写起，“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由
此生发想象――一个神奇的儿童与他母亲“捉迷藏”，以儿
童特有的方式表现对母亲的依恋，构成一幅儿童嬉戏的画面，
表现了家庭之爱和人类天性的美好与圣洁。在教学时，引导
在朗读中和自主探究中加深对诗歌的理解，提高感悟诗的能
力，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和审美能力。文中由“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生发想象，
让学生感受到想象的新奇而美妙，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既发展学生的个性，又发展合作精神，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通过教师范读、学生朗读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
把握诗文主旨；通过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阅读
诗歌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验人间至爱亲情，受到美的熏陶和感
染，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反复诵读，合作探究，感悟诗歌的思想感情。

难点：合作探究，逐步提高阅读诗歌的能力。



四、课前准备

解决生字词；

收集和整理对泰戈尔的相关介绍。

熟读课文至诵；

收集歌颂母爱的名言、诗句。

五、教学设计

（一）、互动式导入：

1、老师讲故事：《遇难者的第三个电话》大家还得震惊世界的
“9・11”大灾难吗？当的飞机撞向世贸大楼时，银行家爱德
华被困在南楼的56层。在这生死关头，他掏出了手机。爱德
华拨打了两个电话分别给他的助手和律师，可还没等电话接
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又拨通了第三个电话……
大家想一想，第三个电话是给谁的呢？律师赶到旧金山，见
到了爱德华悲恸欲绝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第三个电话
是打给我的。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
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大家想想：爱德华对他的母亲说的
是怎样的一句话呢？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名美国公民的生
命留言：妈妈，我爱你！

2、千百年来，歌颂母亲的诗词歌赋浩如烟海，你能交流你积
累的名言、诗句吗？（学生交流）

3、（幻灯片1―内容为泰戈尔的图片）师旁白：课前我们已
经了解了泰戈尔，这位白发白须的老人就是泰戈尔，读他的
诗会使你的心灵变得纯净，会让你的精神寻到一片休憩的家
园。早在百年前，他就问道：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
着我的诗？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金色花》，去感悟那圣洁的



情怀。

（二）、初步的感知

1、播放录音（多媒体声音文件），要求学生认真听。

2、指定一位学生朗读，要求读出感情，读出自己，读出自己
的理解，读出自己的感悟。

3、朗读指导：注意重音、语速、节奏、感情（这首诗的基调
是舒缓、温馨，深情的）

《金色花》教学设计9由教案吧收集及整理，请说明出处

教师范读，“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我不告诉你，
妈妈。”

4、用诗意的语言说说自己的感悟。

（三）合作与探究

1、问题的收集：学生自由提问，说出自己的疑惑（如语言、
思想情感等方面）。

2、问题的选择。从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中确定，一般不离这
样几个问题：

a、为何要变成一朵金色花？有何深意？（内容要点――想象
新奇而美妙，突出爱的圣洁、纯洁而高尚美好）

b、为何孩子不让母亲知道自己对她的爱？（内容要点――母
爱的奉献是无私的，对母爱的回报也应该是无私的）

c、母亲为什么叫孩子为“坏孩子”？（内容要点―不见孩子，



妈妈焦急不安的心情肯定与时俱增，一旦见了，又惊又喜，
自然嗔怪）

d……其它问题（内容要点略）

3、板书以上问题。

4、合作探究：

5、交流、点评。

6、形成板书：母爱美如花

花似爱母心

（四）、课堂写感悟

1、教师：老师准备了泰戈尔的另外几句诗（幻灯片4），教
师感情朗读：“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的
涟漪，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
的眼皮的微缝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来吃惊地四望
时，我便如萤火似的熠熠地向暗中飞去了。”

2、教师：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借助一些给你留下深刻印
象的事物来表达你对妈妈的情感，写几行诗。

3、交流。

金色花教案设计篇十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积累并掌握“匿笑”、“祷告”等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3、赏析诗歌的精美语言，体会诗歌中浓浓的母爱和童真。

4、品读诗歌意境，领悟孩子对母亲深深的爱。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各种朗读方式使学生把握诗歌感情基调。

2、通过自主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诗歌的能
力。

3、通过听说读写，提高语文学习能力。

4、通过品读，领悟诗歌意境。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母受和童真，体验人间至爱亲情，学会表达及报答母
亲的爱。

2、接受美的熏陶和感染，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
力。

教学重点：投入真情，反复诵读，读出诗意、品出诗境、领
悟诗情。

教学难点：利用学诗“三步法”，鉴赏诗歌，并尝试借助具
体的形象或事物来抒写感情。

教学方法：朗读教学法、合作探究法等



读诗意―品诗境―悟诗情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语

由“花”自然切入，引出作者及课题

二、走进金色花・朗读・读出诗意

1、出示：学诗“三步法”

2、听读、自由读(字词)、跟读、齐读

3、概括诗中故事

三、体味金色花・品读・品出诗境

用“我从诗句……中读到了一朵(个)…的金色花(孩子)”方
式来品读

四、感悟金色花・领悟・悟出诗情

作者为什么把孩子想象成一朵金色花呢?(引导学生领悟出诗
情与手法)

五、升华诗情・拓展

以“妈妈，假如我变成了……”或者“妈妈，我要变
成……”形式

六、结束语



引领学生由课内延伸至课外


